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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高教深耕計畫 
活動類 執行成果報告書 

注意事項：因教育部跨專案計畫辦理項目不得重複編列經費，請勿將同樣成果報告重複繳交至不同計畫 

計畫代碼與名稱  

活動名稱 「青春必遊吼嗨漾 Ho -Hai Hai-YanYan 」活動決選暨成果發表會 

【秘境探險隊-全國大專院校行銷部落觀光創意點子競賽】 

執行單位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

業學系 

聯絡人/分機 葉怡君/5801 

日期時間 108/05/14~10/08 地點 行政院聯合辦公大樓北棟 16 樓 

活動簽到表(pdf) 已繳□   未繳□ 

參與人員 

教職人員 1 

學生名單(excel) 已繳   未繳□ 在校學生 4 

滿意度調查分析(word) 已繳□   未繳□ 校外人員  

學生回饋(word) 已繳   未繳□ 其他  

活動主旨(請說明活動如何對應該計畫指標) 

本次「「青春必遊吼嗨漾 Ho -Hai Hai-YanYan 」活動決選暨成果發表會」主要對應國立臺東大學高教深耕計畫的「專

業服務共創地方，落實在多元跨域實踐」指標。目的是藉由學生參與原住民委員會舉辦的全國大專院校行銷部落觀光創

意點子競賽，運用臺東在地原民部落，透過師生一起實地參與策劃拍攝，將臺東原住民部落行銷推廣出去，讓學生深度

瞭解臺東原住民部落的特色，並且透過團隊合作的拍攝解說詮釋，落實大學生的關懷在地之社會責任  

活動內容簡介(500~800 字說明) 

整個競賽活動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初選拍攝，透過團隊的組成，選定一個原住民部落進行拍攝。而本團隊

則是選擇臺東的都歷部落進行拍攝，其拍攝影片限定為 60 秒創意短片，內容需要包含團隊成員特色簡介、報名動機、展

現如何創意玩部落或團隊創意表現，形式不拘。第一階段 36 個團隊的報名參加後，經過依評審評選及網路投票方式，得

分數最高者，最終決選出 8 個團隊進行第二階段的競賽。 

而第二階段競賽為前往部落漫遊，由選出 8 個優選團隊，由大會指定部落地點，而每組團隊可獲得$15,000 元旅遊基

金前往部落體驗。而本團隊被指定為「嘉蘭部落」，藉由部落漫遊過程中，一方面需要提交「詳細遊程規劃書」，過程

需實際規劃於部落中用餐、住宿、體驗等，二方面則是在遊程中產出圖文與影音作品。最後在體驗完成後須提交書面成

果報告書，內容包含執行成果，另需針對大專生客群設計出合宜的遊程規劃，內容須包含遊程主題、遊程規劃、遊程特

色、交通工具、住宿安排及成本分析。 

最後則為第三階段的決選成果發表會，包含 15 分鐘的 PPT 和影片成果發表，以及 10 分鐘的評審問答。評選過程中，

包含 1.影片特色與完整性，含內容發想之原創性、獨特性，影片拍攝、剪接完整呈現部落旅遊特色與精神；2.創意發想設

計，含主體內容規劃、如何表現部落特色、展現部落的獨特行程、發揮秘境探險精神探索部落；3.遊程規劃對於推廣部落

旅遊創意的可行性與效果。最終，本團隊獲得第 4 名的佳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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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的成果影片連結網址: 

青春必遊_創意部落秘境探險_四腳ㄚ_嘉蘭部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DigyBcLmzQ&feature=emb_title 

活動檢討與建議(100~300 字說明) 

1.透過本次活動競賽，讓學生們能夠親自面臨到團隊內、外兩種不同層次的洗禮歷練。在團隊內部方面，包含團隊成

員的尋找，成員彼此間的溝通交流，以及團隊成員間面臨到意見分歧時，該如何解決，並且尋求最大共識，這也是這次

競賽活動中最大的團隊資本收穫。至於在團隊外部方面，團隊製作的成果影片和書面報告，透過與評審的交流，知道成

果作品的優點和缺失，作為日後參與相關競賽的知識資本。 

 

活動經費使用情形 

(項目類別填寫方式請參閱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 

業務費 設備費 

項目 金額(簡述) 項目 金額 

國內差旅費 5621 元 

支付指導老師葉允棋的國內差旅費 

  

國內差旅費 9464 元 

支付趙家芃、許正彥、鄭恬欣、賴曉緣等四位同

學的國內差旅費。 

  

    

總計 15085 元   

活動照片(3~6 張，並附上文字說明) 

活動照 片  
決選公告獲得第四名佳作的成績 成果影片的說明與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DigyBcLmzQ&feature=emb_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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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獲獎證明 決選結束後的團隊合照 

 
 

書面成果報告書 遊程規劃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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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參與學生名單 

 
 
 
 
 
 
 
 
 
 
 
 
 
 
 
 
 
 
 
 
 
 
 
  

趙家芃 
鄭恬欣 
賴曉緣 
許正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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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生回饋 
 

學習省思單表 
活動省思單 
1. 這次活動中，你學習到哪些事項？ 
1-1 這份遊程競賽不只考驗我們文書統整能力，還考驗我們多媒體的創作。文書的部分

已經有經驗了，對於格式和發想比較有方向，但內容還是極須各個組員縝密的思考和發

想；影片創作的部分，前後共製作了五部短片，其中我們又嘗試了兩種拍攝方式，第一

是在拍攝前有先製作腳本，照稿演出，第二是用隨手拍攝的方式，讓觀者像在看實境秀

的感覺。我們參訪部落的影片是採用隨手拍攝的方式，原因就是想讓整部影片看起來不

那麼刻意，是很自然的，只是少考慮到以下幾點，第一：缺乏亂中有序，因為要拍的自

然，相反地可能導致畫面感覺有點亂，我們沒把影片的主軸拉的明顯點，讓觀者有個明

確的主軸。第二，設備問題，因為有評審反映我們收音問題，也的確，我們在戶外會收

到其他聲音，反而就把人聲蓋過去了，這也是我們拍攝前沒有設想到的部分。 
1-2 在活動中我學習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團隊的溝通，我們從草創時期開始一起討論

遊程的內容，再到進入複賽的部落旅遊、影片製成、成果發表，一路以來大家提供意見

互相交流，雖然過程中不免也有爭吵、不愉快的地方，但大家勇於表達出內心真實的感

受，才是讓我們整個團隊更好與更進步的地方。 
1-3 經過了上一個部落企畫的淬鍊，這次我們更知道要從哪個環節去切入。透過網際網

路可以蒐集許多資訊，但憑空想像往往不比田野調查更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人、空

間、地方與環境的關係。實地去走訪觀察、記錄、蒐集資料更能找出問題，也能讓企劃

更完整。訪談前雙方也要做好聯繫工作，徵求受訪者同意，讓對方感受到尊重。 
1-4 先前已經完成過一份遊程企劃，但此次競賽是要實地走訪我們所策劃的路線，對我

們來說更是一大挑戰，我們不再只是憑空想像，更多因素我們都需考慮進去，如何和部

落裡的人做溝通，讓他們知道我們的想法，是否能夠實行，並且串連他們的文化特色到

遊程裡，除此之外，我們還需像 youtuber 一樣，拍攝出優質的影片，過程中透過專業

講解加上搞笑的劇情，全部從無到有，足足讓我們吃了不少苦頭，但卻得到了很棒的經

驗。 
2. 這次活動中，哪些論點/觀點/技術讓你印象深刻？為什麼？ 
2-1 在決賽的評審問答中，被推派出去代表我們四腳ㄚ說明，說真的，是挫到不行啊~
第一次上台備詢，而且極須現場的臨機應變，一聽到題目就必須在腦中做快速的整合，

我要講些甚麼?怎麼排序邏輯才會順?對我實在是相當大的考驗阿!不過還是要謝謝老師

和組員相信我、有機會讓我上台接受挑戰，並且在回答完每一道題目給予肯定，隨然我

知道有幾個還是講的不是很好，但對我是一個相當寶貴的經驗。 
2-2 在活動當中，我覺得我們在嘉蘭部落與長者和小孩互動的環節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時

候，尤其是與部落的阿公阿嬤聊天互動時，雖然有著語言的隔閡，但卻能感受到大家真

心歡迎我們的到來，同時也謝謝他們分享的部落童謠以及舞蹈，使我覺得或許生活中不

用太多複雜的東西，簡單知足的人生，才是真諦。 
2-3 兩天一夜的嘉蘭文旅中，即便是籌備的在完善了，計畫也永遠趕不上變化，往往會

有我們預料之外情況出現。無論是天然災害，或是人為間導致。原先計畫的金峰溫泉，

由於前幾日颱風，導致山崩坍塌阻斷了去路，雖然打亂了行程，卻也讓我們見識到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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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震撼力！田野調查本身就是未知數，過程必然會有許多變數，除了去因應，也要懂

得享受它。這也是使旅程增添趣味所在，也正因為如此種種讓我們能去評估衡量企畫的

可行性。 
2-4 和部落協調事項時，因為負責人所負責的活動不同，所以需要ㄧㄧ去拜訪，溝通中

瞭解每個活動的細項，必須先準備什麼，部落又有什麼禁忌都得問得一清二楚，避免打

擾到部落，但因為還在學習當中，難免還是有沒注意到的地方，像是價錢的估算錯誤，

讓我們後來的遊程有所改變，幸好組員們都能夠諒解，我們也做到零機應變，成功的解

決好問題。 

3.這次活動結束後，你的感想為何？ 
3-1 這次的競賽從初選到決賽歷經約三個月的時間，中間又跨到暑假，能一起討論的時

間也真的不多，大多都是在群組內做討論，但討論完有個方向後各自開工，我們在暑假

尾聲安排兩天一夜實際走訪嘉蘭部落，開學後又馬不停蹄的繼續準備要北上報告的資料

和練習。到了決賽會場-原委會，會場雖小，但是排場相當正式，一進去原本想保持的

放鬆卻不自覺的緊張起來。整個決賽過程中，也能看到其他組的強項和弱點，每組的風

格都很不一樣，每參加一個活動就打開不同眼界，強處的我們能學習，弱點能作為借鏡，

決賽最終結果我們獲得了第四名，雖然有點遺憾，但對我們已經是很大的肯定了。最後

也謝謝這幾個月組員的付出，大家為了做得更好犧牲掉許多時間，真的是辛苦各位了!
也要謝謝老師在整個過程給予我們建議，決賽當天也親臨會場支持我們，謝謝老師、謝

謝四腳ㄚ團隊，有你們大家的付出才有這次的成果。 
3-2 在青春必遊的參賽過程中，謝謝老師和隊友一直以來的幫助與全心的投入，使我們

有這麽好的成績，這麼與眾不同的作品，從都蘭部落到嘉蘭部落，讓我對臺東的原住民

傳統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期待下次還有機會走訪更多的部落。 
3-3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並且從做中學習！ 
這次是真正的從企劃，田野調查，成果實施，實現部落探索。 
從第一階段入選，晉級而有了企劃獎金，讓我們能親自實現我們的企劃，過程一步步歷

時許久，感謝可靠的組員們，我們合力完成了作品。很開心能有這次機會，去紀錄我們

的點點滴滴，影片的架構安排、拍攝手法、剪輯，也都是全新的體驗！ 
也感謝老師的指導並在課堂中讓我們和其他同學們報告分享我們的成果影片，要能去接

受不同的聲音，不應侷限再自己的框架裡，才會有往上攀升的空間，每一次也都是嶄新

的磨練。 
3-4 很感謝一路上遇到許多貴人的幫忙，老師一路的相伴以及指導，也感謝組員們花了

許多心思跟精力在這次競賽上，即便過程當中，仍然有意見的分歧、吵架，但我們仍然

一起咬牙的撐完這一切，覺得非常不可思議，這次在嘉蘭部落，看到了年長者們的熱情、

小孩子的稚氣，還有屬於部落最古老的傳承方式—料理，蘊含濃濃的文化氣味以及教育

意義，這次的走訪雖然是為了比賽，卻也因此得到很寶貴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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